


书书书

文史风景线
○７５

兵圣孙子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　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ＣＩＰ）数据

兵圣孙子／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．—修订本．—喀什：
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；乌鲁木齐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，２００７．１１
（文史风景线）

ＩＳＢＮ　９７８－７－５３７３－１４６５－７

Ⅰ．兵．．．　Ⅱ．北．．．　Ⅲ．孙武（前５３３～？）—生平事迹　Ⅳ．Ｋ８２５．２
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（２００７）第１６６５０７号

文史风景线
兵圣孙子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　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　出版

（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１号　邮编：８３００４９）

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７８７ｍｍ×１０９２ｍｍ　３２开

印张：６００　字数：９０００千

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修订版　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第１次印刷

印数：１—３０００

ＩＳＢＮ　９７８－７－５３７３－１４６５－７　总定价：２５６０．００元（共１００册）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

书书书

前　言

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。教育兴则国兴，教育强则国强。

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。知识的增长，离不开文学与历

史的锤炼。

文学，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，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提

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；历史，能够传播历史文化，提高人的历

史素养，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，塑造人的健康人格，铸就

新时代的民族灵魂。

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，应该互相渗透，有机结合，使

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。

正是基于这一点，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，为了贯彻素质

教育，充分体现国家的“教育要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

来”的思想，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，我们组织了一些历

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、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———《文史风



景线》。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，包括我国历代

帝王的风云一生、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、外国文学精粹、中外

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。内

容翔实，涵盖了古今文化、历史的各个方面；知识性、趣味性、

学术性兼备；语言准确、生动、深入浅出、雅俗共赏，适合广大

学生阅读。

在编写过程中，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，在此只希望

尽我们微薄之力，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

的帮助。

编　者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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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孙武所处的社会背景

一、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

孙武所处的春秋末年，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斗争的时代。

要弄清这些矛盾斗争的来龙去脉，还得从西周初年说起。

（一）周东迁和诸侯的强大

公元前７７０年，周平王迁都洛邑。从这年到公元前４７０

年，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时期。据《左传》中记载，春秋时

期共有一百四十几个国家。其中齐、晋、楚、秦、鲁、郑、宋、卫、

陈、蔡、吴、越等国都是当时比较重要的国家。西周末年，受战

争和灾荒的影响关中地区变得残破不堪，周统治者的实力也

大大削弱，平王依持晋、郑等诸侯的力量顺利东迁。东迁后的
—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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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，开始的时候起今陕西东部到豫中一带的地方也属其地，后

来秦、虢等国割取了一些土地，周的领土仅仅剩下洛阳周围几

百里的范围了。过去以封建从属关系而形成的统一纽带逐渐

废除了，中原各诸侯国也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了。由

于国力不强周王室不得不多次放弃天子的尊严，向比较富有

的诸侯伸手“求赋”，“求金”，“求车”。周事实上已经和一个小

国差不多了，它再也不能对其他各诸侯发号施令了。在政治、

经济上反而需要依附一些比较强大的诸侯了。东迁之后，周

天子失去了原来天下共主的地位。西周时“礼乐，征伐自天子

出”，遂为“礼乐，征伐自诸侯出”所取代。各个强国都想要“挟

天子，以令诸侯”来争夺霸主的地位，所以春秋时期出现了大

国争霸的斗争。

（二）各大国之间的争霸

在春秋时期号称泱泱大国的齐国在经济，文化上都较为

先进。公元前６８５年，齐襄公去世，桓公继承了他的位置，他

重用贤能的管仲。管仲首先整顿了国的内政，使得经济上也

有了很大的发展，齐的国力大大加强了。桓公稳定了国内的

政局之后，开始积极对外展开外交活动。首先拉拢比较弱小

的宋、鲁两国，接着争取到了郑站到自己一边。这时戎狄势力
—２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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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盛，极大的威胁这华夏的一些小国。公元前６６１年，狄伐邢

（今河北邢台），公元前６６０年，狄又攻破卫（今河南淇县），卫

国只剩下了五千人遗民。齐于是出兵救邢存卫，迁邢于夷仪

（今山东聊城），迂卫于楚丘（今河南滑县），史称“邢迁如归，卫

国忘亡。”由于齐领头联合华夏各国，击退了戎狄的进攻，拯救

了一些小国不再忍受戎狄的蹂躏，从而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很

多小国的用户，也树立了齐在中原的威信。南方的楚国，从武

王到文王，不断地向北方发展，先后灭掉了邓、申、息等国。到

成王时，楚的势力已经逼近了中原。这时一向附属楚的小国

江，黄等转向齐。楚于是连年伐郑，以此来给齐国施加压力。

公元前６５６年，齐桓公帅鲁、宋、陈、卫诸国的军队，讨伐了那

追随于楚的蔡国，蔡溃败，齐伐楚。当时楚国国力也很强，且

不肯示弱于齐。最后双方在召陵（今河南郾城）结盟。齐这次

虽未能压服楚，但也让楚北进的锋芒得到收敛。

公元前６５１年，齐桓公又在葵丘（今河南兰考）大会诸侯，

参加盟会者有鲁、宋、郑、卫等国，周天子也派人参加了。这次

盟会规定，凡同盟之国，互不侵伐，共同抵御外敌。通过此次

盟会，齐桓公得到了中原霸主的地位。

桓公死，诸子争立，从此之后齐国失去了霸主的地位。齐

称霸时间不长，但也阻止戎狄和楚人的入侵。

春秋初年，晋疆土很小。晋建都于翼（今山西翼城），疆域
—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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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今晋南和汾、浍流域一带。《国语》中记载晋国是“景霍以

为城，而汾、河、涑、浍以为渠”。晋西面又吕梁山，东面、南面

有太行山和中条山，《左传》记载：“晋居深山，戎狄之于邻。”这

样的地理环境，对于晋和中原的交往是大有妨碍的。

春秋初期的几十年里，晋是内乱频仍，从未停息过。到公

元前６７８年，武公结束了长期内乱带来的分裂状态，把统一晋

国。到献公时，他把大量扩充军队，将原来一军改为二军。随

后灭了耿（今山西河津）、霍（今山西霍县）、魏（今山西芮城）三

个小国，接下来又灭了虢（今河南陕县）、虞（今山西平陆）两

国，晋的疆土延伸到了黄河南岸。另外又得到了黄河以西的

一些土地。晋逐渐强大起来。献公死，诸子争位而造成了内

乱，相继即位的惠公和怀公都是碌碌无能之人，晋一直处于动

荡不安之中。

公元前６３６年，流亡在外十九年的公子重耳，在秦国的帮

助下回国继位，这就是著名的晋文公。《左传》认为他备尝“险

阻艰难”，所以即位后才能任用有才能的赵衰、狐偃等人，并注

重农业发展，手工业的生产。经过文公的一番整饬，巩固了晋

政权，并出现“政平民阜，财用不匮”的局面。

公元前６３５年，发生了周王室王子带之乱，周襄王逃到了

郑避难。文公出兵杀王子带，并护送襄王归国。襄王以文公

有功劳，而赐给了晋国阳樊、温、原和欑茅之田（今河南济源，
—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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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陟一带）。文公兴兵勤王不仅仅是得到了土地，更重要的是

晋在中原各个诸侯国之中树立起了威望。自从齐霸中衰之

后，楚又成为中原最具实力的强国，不仅鲁、郑等国都对楚屈

服，甚至对齐这样的大国也有一定的威胁。晋文公野心勃勃

想要称霸于中原，所以他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楚。公元前

６３３年，楚出兵围宋，宋向晋告急。晋人先去讨伐楚的与国曹

和卫，并把得到土地送给宋。楚派遣使者到了晋，表示愿意退

兵，但是条件是晋也必须从曹、卫撤兵。而晋人私下里答应

曹、卫撤兵，使得曹、卫都投靠了晋，晋又拘留了楚国的使者，

以此来激怒楚国。公元前６３２年，晋联合了秦、齐、宋、出兵车

七百乘，与楚在城濮（今山东濮县）大战，楚战败。晋文公和

齐、鲁、宋、卫等七国之君盟于践土（今河南荥泽），并得到周王

的策命。同年冬天，晋又在温（今河南温县）会诸侯，周王也被

召来赴会，晋一跃升而成为中原的霸主。文公去世后，襄公即

位。襄公依靠的文公手下的那批老臣，晋并没有因为文公去

世而中断其霸业。

秦霸西戎在晋称霸之际，秦也想向东扩展自己的力量。

晋文公刚一去世，秦穆公就趁晋丧时而派兵偷袭郑，后来得知

郑有备取消了偷袭。但在经过肴地时（河南渑池，洛宁一带），

遭到晋伏兵的狙击，秦军全军覆灭，三帅被俘。公元前６２５

年，秦伐晋，在彭衙（今陕西白水）交战，秦再次战败，过了一
—５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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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秦穆公亲自率兵伐晋，渡过黄河后烧毁乘舟，晋看到秦想

要决一死战，而不敢应战。此次，秦虽取得胜利，但国力终不

如晋，秦东进的道路被晋堵住，秦无法向东发展。由于这样的

原因，秦只能出兵征服邻近的戎人，史称穆公“益国十二，遂霸

西戎”。楚庄王在晋文、襄称霸时，不敢与晋争锋，只能向邻近

小国寻衅。楚穆王时，楚灭江（今河南汝宁）、六（今安徽六

安）、蓼（今河南固始）等小国。晋襄公去世后，晋国大权落入

赵盾手中，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，他在贵族中展开了一场兼并

战在，使得晋放松了争霸。楚穆王末年，范山向穆王提出：“晋

君少，不在诸侯，北方可图也。”晋无暇顾外，使得楚有了争夺

中原霸主的机会。穆王去世，庄王即位。庄王初年，楚国爆发

了几起贵族暴乱，邻近的群蛮、百濮也趁机作乱，不久庄王平

息了所有不稳定的因素。庄王具有雄才大略，《左传》记载在

内政方面他有过一些改革，减少了贵族间的摩擦。另外，生产

方得到发展，正是“商农工贾，不败其业”，楚国力加强。

公元前６０６年，庄王伐陆浑之戎，观兵于周郊，并派人向

周王问九鼎的轻重，来表示想吞并周的意图。公元前５９８年，

楚又灭陈。次年又兴兵伐郑，被困三月后郑被攻破，郑降楚。

晋闻讯，派军救郑。晋楚两军在邲（今河南郑州北）交战，此时

晋政令不行，将帅不和，晋军败北而归。公元前５９４年，楚又

围宋，宋向晋告急，晋畏楚不敢出兵。此时宋、郑等国都依附
—６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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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，庄王成了中原的霸主。鞍之战和鄢陵之战随着晋地位的

衰落，和晋友好的齐，渐渐离晋。齐顷公时，齐一边和楚交好，

一面不断进攻鲁、卫。公元前５８９年，鲁、卫两国不堪欺凌向

晋球员，晋出兵靡筓山下（今山东长清），齐、晋大战于鞍（今山

东济南），齐战败。齐和晋结盟，并归还占有鲁、卫的土地。此

次战役表明，晋依然有着强大的实力。

晋胜齐，楚很不满，是年冬，楚打着救齐的名义而兴兵。

楚又在蜀（今山东泰安）举行盟会，齐、秦、鲁、卫等十国都来参

与，声势浩大。此时，晋、楚两国都不敢轻易出战，这期间晋、

楚基本上属于相持。公元前５８０年，晋厉公即位，厉公准备重

整晋国。他先打败狄和秦。此时，齐、秦、狄、楚“四强”，而除

楚之外，都被晋所制服。

公元前５７９年，晋、楚在华元的调停下议和，但两国都没

有诚意，只是缓解了矛盾。到公元前５７６年，楚就首先毁约进

攻郑、卫。次年，晋因郑依附楚而伐郑，郑向楚求救，楚恭王亲

率大军救郑。晋、楚在鄢陵（今河南鄢陵）交战，楚战败。晋的

战胜，厉公越来越骄傲。公元前５７４年，他“欲去群大夫”，杀

了郤至、郤锜、郤犨，想加强君权。但晋公室弱而卿大夫具有

强权的局面却难以扭转，所以次年厉公又被栾书、中行偃所

杀。晋悼公复霸晋厉公被杀之后，缓和了晋卿大夫之间的斗

争。所以在悼公在位期间，晋势稍振。在对付戎人方面，悼公
—７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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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了魏绛和戎的意见，用财物骗取了戎人大片土地，以取代

军事的杀伐。这样就可以抽出兵力来加强中原的争霸活动。

公元前５７１年，晋在虎牢（今河南汜水）筑城来威胁郑。

鄢陵之战后，郑一直顺从于楚。此时，郑承受不住晋的压力倒

向晋。《左传》记载悼公时“晋三驾而楚不敢与争”。此时晋、

楚俱弱，但相比较起来，晋略有优势，楚不敢争，所以能恢复

霸。不过，晋的霸业，到这时也接近尾声了。

公元前５４６年，宋向戌继华元提出弭兵，当时晋、楚、齐、

秦等大国都表示同意。当年六、七月间，在宋都晋、楚、齐、秦、

宋、卫、郑、鲁等十四国开弭兵之会。齐、秦为大国，邾、滕作为

齐、宋的属国，这四国都没有参与盟约。会上规定，晋、楚的从

国必须交相见。就是说两国的仆从国必须既朝晋又朝楚，承

认晋、楚是共同的霸主。霸业平分，这前所未有。如果不是两

国势力均衡，是不会出现这一现象的。弭兵之会后的几十年

中，由于两强互相牵制，战事减少。

吴国地处长江下游，春秋初期与中原各国来往不多，史书

上也缺乏对吴事迹的记载。公元前５８３年，晋采纳楚逃亡至

晋的申公巫臣的策略，扶吴以制楚。晋派巫臣去了吴，乘卒、

射御、战阵之法教给吴人，又“教之叛楚”。从此，吴果然开始

骚扰楚边境，原来属于楚的一些蛮夷，也渐被吴吞并。

公元前５１５年，吴公子光杀王僚而自立，即吴王阖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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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左传》中记载阖闾能与民“辛苦同之”，吴日益强大起来。公

元前５１２年，吴灭徐（今安徽泗县北），楚卿大夫此时意思到吴

将是的劲敌。逃亡到吴的楚臣伍员受到阖闾重用。他认为

“楚执政众而乖，莫适任患”，提出将吴军分成三部分，每次出

一师以击楚，轮番扰楚，以削楚，而后三军共击之，定能胜楚。

吴王接受了这一建议。果然，楚昭王即位后，“无岁不有吴

师”，楚人疲于奔命。公元前５０６年，吴大举攻楚。吴军沿淮

河而上，转战小别山、大别山。吴与楚在柏举（今湖北麻城）大

战，楚军失利。攻楚以来吴接连取得胜利，吴军攻入郢都（今

湖北江陵），昭王逃到随（今湖北随县）。楚申包胥向秦球员，

秦襄公派遣兵车五百乘救楚。在秦的援助下，楚把吴军赶出

楚国境内。楚由此也失去了它的霸主地位。

与吴相邻的越国，趁吴攻楚之时而经常去袭击吴。公元

前４９６年，吴伐越，在槜李（浙江嘉兴）交战，吴战败，吴王阖闾

负伤去世。公元前４９４年，吴王夫差为父报仇而在夫椒（今江

苏苏州）战败越国，又乘胜攻入越都。越王勾践率领五千甲盾

退到会稽山（今浙江绍兴），并向吴求和。伍员建议夫差灭越

以除去心头大患，但夫差因取得胜利而骄傲自满，没有采纳伍

员建议而与越议和。吴胜越后，自以为从此无后顾之忧，故一

心想到中原争夺霸主之位。公元前４８６年，吴人在邗（今江苏

扬州附近）筑城，又开凿河道连接长江、淮河之水，辟出通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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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、鲁的水道。

随着吴的强大，中原小国鲁、邾等国都向它屈服。吴为了

迫使齐人屈服，于公元前４８５年，派部队从海上伐齐。次年，

吴又兴兵伐齐，在艾陵（今山东莱芜）大败齐师，齐主帅国书被

杀，齐兵车被俘达八百乘。公元前４８２年，吴王夫差与晋、鲁、

周等国在黄池（今河南封丘）相会。会上吴与晋争作霸主，蛋

晋国内还有内乱，所以不敢与吴力争，吴夺得霸主帝位。《左

传》记载夫差时，“吴日敝于兵，暴骨如莽”，又提到他体恤民

力，“视民如雠”。吴在争霸中虽然取胜，但连年战争，已经造

成国内空虚。越王勾践战败后，不忘战败的耻辱，卧薪尝胆，

“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”，国力逐渐恢复。而吴却对此毫无警

惕，吴王夫差为了参与黄池之会，竟带领全部精锐而出，让太

子和老弱者留守。越王勾践趁机而入，吴战败，吴太子被杀。

夫差闻讯，赶回，与越议和。由于吴的长年用兵，民力凋敝，难

以与越对抗。公元前４７３年，越灭吴。勾践灭吴后，也走上了

的后尘，以兵北渡淮，与齐、晋诸侯在徐州相会，越兵横行于江

淮以东，“诸侯毕贺，号称霸王”。

（三）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关系

春秋时期由于各国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同步，文化上比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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